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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謝丙南		彰化縣民靖國小教師

小型學校的運動教育模式課程 
以樂樂棒球教學為例

前言

運動教育模式（Sport education mod-

e l ,  SEM）（Siedentop ,  1994）由遊戲理

論（play  theory）發展而來，有別於傳統體

育教學，強調以學生而非教師為導向的學習模

式，以分組形式進行一系列的體育活動，使學

生得到完整的運動經驗，並習得更多社會互動

與情緒管理的經驗。

國內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，對運動教育

模式做了許多的實證研究，研究面向包含學習

成效、學習態度、角色扮演、團隊運作、互動

等，經筆者蒐集整理之後有以下幾點發現：

（一）對教學及課程內容的滿意度高。（二）

團隊合作及人際互動皆有提高。（三）在技能

上能達到學習成效。（四）在情意上優於傳統

體育教學。（五）在認知上與傳統教學成效相

同（呂天得，1999；林永能，2008）。

由上述研究發現運動教育模式除能達成技

能學習目標外，在情意、團隊合作及人際互動

上較傳統教學更有增進的效果。不過由於國內

少子化的趨勢，班級人數一再下降，以筆者任

教鄉鎮為例，全鄉五所小學有四所小學班級人

數平均不到20人，這對講求分工合作、角色扮

演的運動教育模式課程來說無疑是推行的一大

窒礙，鄧天翔（2010）在其文章中就提到精

細的分工、將人數及組數增加，將提升課程的

精彩性。

Shafe r（2000）指出協同教學（Team 

Tea ch i n g）已被認為是實踐科技整合教學及

研究的主要方法，在美國甚至將協同教學視為

未來的教育趨勢。國內學者王素芸（2009）

曾就協同教學的意義、特質與類型加以分析探

討，其中「年班範圍」即為九個向度之一，其

概念恰為筆者提供一於小型學校推行運動教育

模式之解套方案。

民靖國小位於彰化縣最南端，全校共六

班，學生數僅84人，是典型的鄉間小型學校。

在給學生體驗更多運動樂趣、學會更完整運動

知能的前提下，筆者設計了樂樂棒球運動季的

教學活動，將高年級兩個班按能力進行異質分

組後進行體育教學，期許能把每個學生都帶進

「樂活」生活圈中，也為小型學校推行運動教

育模式嘗試一新的體驗。

課程設計及實施

一、課程設計：（如表1）

二、課程實施概況：（如圖1~4）

表1　樂樂棒球課程設計
彰化縣民靖國小「樂樂棒球運動季」課程設計（運動教育模式）

壹、上課年級：高年級 貳、設計者：謝丙南

參、教學者：謝丙南 肆、教學節數：7週，共14節
伍、課程目標：

（一）學會棒壘球暖身動作。

（二）認識樂樂棒球，學會樂樂棒球動作技能、了解比賽規則、參與樂樂棒球   比賽並執
行賽事的相關工作。

（三）培養團隊互助合作的態度，學習溝通、人際互動的技巧。

（四）培養學生參與運動的習慣。

節數 主要教學活動

一 運動教育模式介紹、分組、暖身操教學

二 樂樂棒球介紹、基本動作教學與練習：傳接球

三 設計隊旗、基本動作教學與練習：防守與跑位

四 公布賽程表、樂樂棒球規則介紹、分組小競賽（定點傳球計時賽）

五 設計隊呼、基本動作介紹與練習：打擊

六 比賽工作人員職務介紹、分組小競賽（定點擊球積分賽）

七 比賽需知、練習賽流程介紹、組合練習：分組進行模擬比賽

八 練習賽（一）

九 練習賽（二）

十 循環賽（一）

十一 循環賽（二）

十二 循環賽（三）

十三 決賽

十四 頒獎

表2　學生學習意見調查
           學生意見

問題
非常
同意

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
非常
不同意

我喜歡運動教育模式的上課方式。 43 46 4 7 0
現在的體育課讓我對樂樂棒球更有興趣。 54 32 7 7 0
現在的體育課讓我學會樂樂棒球。 57 36 7 0 0
現在的體育課增加我和同學討論的機會。 71 22 7 0 0
我希望以後還有和他班一起上體育課的機會。 46 43 4 7 0
註：學生總人數28名，表中數字以百分比顯示。

問題與建議

一、課前須解決問題

（一）找到志同道合的合作教師：並不是每個

老師都願意與他人合作，因此能否找

到願意合作的老師是實施此課程最關

鍵的一步。

（二）徵求合作班級導師同意：基於教學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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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必須告知合作班級導師並取得同

意，也方便日後教學進行。

（三）告知學校主管並取得同意：取得主管

同意，除能獲得行政上支援（課程安

排），更能讓教學無後顧之憂。

二、教學中發生問題

（一）高年級高技能表現的學生有比較獨斷的

情形產生，不太願意接納較低年級學

生的意見。

（二）不合群學生及低技能表現學生會有受排

擠或輕視的情形。

（三）不喜歡上體育課的學生會混水摸魚，逃

避參與練習及比賽。

（四）學生在分配角色時會產生衝突，大多數

爭取領導者（教練或隊長）的角色，

而勞務性的工作則無人志願。

（五）練習及比賽時發生問題，脾氣不好的學

生會互相指責。

三、建議

（一）平時在課程中即融入合作學習的概念，

培養學生互助合作的習慣。

（二）給予更多的練習時間，讓學生彼此間更

有默契。

（三）訓練學生表達的能力，並且做到有禮

貌、尊重他人的發言。

（四）培養學生自主思考、尋求解答的能力。

（五）彈性調整規則，讓低技能表現學生有更

多發揮的空間。

結語

協同教學不是新的東西（張德銳等，

2 0 0 6），在「九年一貫課程」裡也有所倡

導，此次運動教育模式課程借用其概念，希望

能提供小型學校在運用運動教育模式教學時，

有一新思路。

將研究結果與國內其他運動教育模式研究

結果相對照，學生在教學成效顯現上並無明顯

差異，除技能、認知有所增進外，在互動上更

有明顯的提升，深入探討教學中產生的問題後

發現，問題的類型與國內單一班級進行的運動

教育模式教學後產生的問題類型相當一致（謝

丙南、黃月嬋，2010），而在個別的問題

中，雖多了高低年級間溝通上的問題，但仍未

脫離大類問題型態，顯見跨年級運用運動教育

模式教學有其可行性。

七周的課程結束，每當想起課程期間，有

體育課的那兩天學生就會特別雀躍，總是迫不

急待的想要知道今天要學些什麼、有哪些好玩

的活動，心情也不禁跟著輕鬆起來，體育課就

是要這樣吸引人！

課程過程中，因為研究的需要，會填寫一

些學習單、問卷，每次上課結束還會請學生回

家寫學習日記，偶爾還穿插訪談於其中，雖然

學生們都不喜歡寫作業，不過為了老師，他們

還是無私貢獻了心力，非常謝謝這群可愛的學

生，日後我們將繼續一起共同成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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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南、黃月嬋，2010），而在個別的問題

中，雖多了高低年級間溝通上的問題，但仍未

脫離大類問題型態，顯見跨年級運用運動教育

模式教學有其可行性。

七周的課程結束，每當想起課程期間，有

體育課的那兩天學生就會特別雀躍，總是迫不

急待的想要知道今天要學些什麼、有哪些好玩

的活動，心情也不禁跟著輕鬆起來，體育課就

是要這樣吸引人！

課程過程中，因為研究的需要，會填寫一

些學習單、問卷，每次上課結束還會請學生回

家寫學習日記，偶爾還穿插訪談於其中，雖然

學生們都不喜歡寫作業，不過為了老師，他們

還是無私貢獻了心力，非常謝謝這群可愛的學

生，日後我們將繼續一起共同成長。

參考文獻

王素芸（2009）。協同教學的意義、特質與類

型。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，5（2），5 5 -

80。

呂天得（1999）。運動教育模式在男女學生學

習效果之研究――以國小六年級排球教學

為例。未出版碩士論文，國立台灣體育學

院，桃園。

林永能（2008）。國小體育教學實施運動教育

模式課程之行動研究。未出版碩士論文，國

立台中教育大學，台中。

張德銳等（2 0 0 6）。協同教學――理論與實

務。台北：五南。

鄧天翔（2010）。運動教育模式之足球教學。

學校體育，20（4），83-87。

謝丙南、黃月嬋（2010，9月）。運動教育模

式小組團隊互動行為問題之探討﹝摘要﹞。

Mosston教學光譜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報發

表，台北。

Shafe r,  I .  H .  (2000) .  Team Teach-

i n g :  E d u c a t i o n  f o r  t h e  F u -

tu re .  Ret r ieved November  13 , 

2 0 1 0 ,  R e t r i e v e d  f r o m  h t t p : / /

w w w . u s a o . e d u / ~ f a c s h a f e r i /

teamteaching.htm

Siedentop, D. (1994). Sport educa-

t ion: Qual i ty PE through positive 

spor t  exper ience .  Champain , 

IL :  Human Kinet ics.

圖1　暖身操 圖2　防守練習 圖3　打擊 圖4　正式比賽




